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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

内容概要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内容简介：先秦汉初有关古蜀历史的文献材料，因角度不同，涉及范围有异
，因而星星点点，犹如断简残篇，仅能反映古蜀历史的某个或某些片断。《尚书·牧誓》记载蜀人为
西土八国之一，参与武王伐纣，誓师商郊牧野，但具体史事则语焉不详。《逸周书·世俘篇》记载武
王派辛荒伐蜀，辛荒全胜而归，但此蜀为谁家之政权，并无交代。《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成王大
会诸侯于成周，蜀人以其方物“文翰”进献周王室。《世本》、《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史籍涉
及对古蜀先世的追溯及与黄帝、颛顼的关系，然而问题纷繁复杂，歧异乖巧之处太多，难以遽定。《
左传》对蜀未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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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

书籍目录

·理论探讨·　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　戎夏同源说——黄河文明探
源之二　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　试论杜甫的战争观·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　从三星堆文化
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试论金沙文明对马家窑彩陶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巴
蜀考古研究·　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巴蜀文学研究·　扬雄
“四赋”时年考　唐代蜀中赋简论　《十抄诗》与晚唐五代巴蜀文学　浅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　前后
蜀作家考略　贯休交游考略　苏轼渔父词研究·巴蜀文献研究·　《听雨楼随笔》与相如、文君文化
研究　《北梦琐言》与五代实录·巴蜀儒学研究·　文翁化蜀对儒学传播的推动意义　司马相如与儒
学　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　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
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　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　一代大儒刘沅及其《槐轩全书》·民族、民俗与语言
研究·　弃稷解——探寻《大雅·生民》中的史前民俗　先秦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的来源　欧洲人眼
中的大凉山罗罗　从名词重叠与儿化看成都官话对新都客家话的影响·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先秦南
方丝绸之路与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和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
否使用贝币谈起　中外古文献所见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中国西南
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　盛览、张叔从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中外文化比较·　成都城市聚合形成模
式的中外比较　从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比较看古代文明可持续发展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
市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地位和作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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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

章节摘录

（二）有关古蜀历史文献的传承和改造先秦汉初有关古蜀历史的文献材料，因角度不同，涉及范围有
异，因而星星点点，犹如断简残篇，仅能反映古蜀历史的某个或某些片断。  《尚书·牧誓》记载蜀
人为西土八国之一，参与武王伐纣，誓师商郊牧野，但具体史事则语焉不详。《逸周书·世俘篇》记
载武王派辛荒伐蜀，辛荒全胜而归，但此蜀为谁家之政权，并无交代。《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成
王大会诸侯于成周，蜀人以其方物“文翰”进献周王室。《世本》、《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史
籍涉及对古蜀先世的追溯及与黄帝、颛顼的关系，然而问题纷繁复杂，歧异乖巧之处太多，难以遽定
。《左传》对蜀未置一词。《战国策》则有专章叙述秦灭蜀的史事。汉晋文献所述古蜀历史，较之先
秦要详细得多，其中的基本材料多因袭传抄自先秦文献，另外的材料则摭拾于传闻，或史家一手改造
。《大戴礼记·帝系》是记述中国古史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黄帝系统与蜀山氏的关系。
这个古史系统，在《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史籍中得到传
袭。而《帝系》的材料来源则是多方面的，早于它的《世本》、《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甚至
尚未最终成帙的《山海经》等，都可能是《帝系》的取材之处。所以那些存在于先秦文献之间的明显
矛盾，在《帝系》中得到了并不和谐的协调与整理。传抄必有变异，晚出必有增删。至晋，先秦流传
下来的古蜀历史系统，内容又有变化和增添，无论《帝王世纪》还是《华阳国志》，均不例外，不仅
明显地增加了若干枝节，横插进若干个后起的人王，而且政治史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如果说，先秦
文献偏重于世系追溯和史事记录，那么，汉晋文献则偏重于政治史记载和政治关系描述，而后者多难
查找凭据，臆造成分相当多。（三）有关古蜀历史文献的材料来源传世或一度佚失而经后人加以辑录
的有关古蜀史的文献材料，大多出于中原人士之手。其中，成书于先秦的政治与战事等材料，应直接
取材于列国与古蜀发生各种关系的史实，大多数应来源于先秦列国的官方文献，如《秦记》、鲁之《
春秋》之类。但这类文献多数是“文略不具”，仅记事件本身，而不详其原委，更不追根溯源，所以
从中很难查知古蜀历史的全貌。另一方面，如像《尚书》、《逸周书》、《左传》、《世本》、《竹
书纪年》一类先秦史籍，均属中原文化系统，《大戴礼记》、《史记》亦然。而在先秦时期，中原文
化系统与古蜀文化系统，在历史、民族、地理、政权，以至民风民俗等若干方面和心理素质方面，差
异甚大，隔阂甚显，相互之间了解并不太多，难以知其详。在文化差异条件下，由中原人士所记的蜀
史，也不可能做到完备翔实，除一些实录性质的史事外，包括世系构拟等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究竟
如何，值得加以认真稽考。至于《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一类专门记述古史世系之书，当中对
中原古国世系的记载，很多是依凭如像楚国之《世》一类列国谱系而写成，可信程度较高。但因年代
久远，“弗能记其事”，出现的模糊以至牵强，也不可避免，所以抵牾甚多，使人无所适从。司马迁

Page 4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

后记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自创刊以来，以“立足巴蜀，依托西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宗旨，已经
连续出版了4卷，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厚爱。本卷（第五卷）所收论文，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
与文学创新团队的部分科研成果为主，内容涉及巴蜀的历史、考古、文学、文化等方面，并兼及巴蜀
文化与中国文化、巴蜀文化与世界古代文明等诸多方面。本集刊希望继续得到学术界的热情关心和大
力支持，使它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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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

编辑推荐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5》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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